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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要闻

今日导读

于危难中书写真情大义
5月 1日 2时许，广东梅大高速茶阳段大埔往福建

方向，高速公路路面发生严重塌方灾害。灾害发生后，
不少车辆陷落，人员被困。生死时刻，一群福建勇士挺
身而出，穿梭在救援一线，为受困者带来生的希望。

作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晚年亲自创办的文博机
构，华侨博物院不断挖掘华侨历史、华侨文化，宣传华侨
精神，并充分利用展陈空间、文物资源以及传统节庆，展
教融合开展多元社会教育活动，进一步弘扬嘉庚精神。

展教融合，弘扬嘉庚精神

2版 要闻

福州天气：大雨转中雨。21～25℃，微风。21日：中雨转小雨。22日：阴。省气象台昨22时发布 第27155期 今日福建8版 北京8版 本版责任编辑：王帅 杨颖 电话：（0591）87095807 邮箱：fjrbywb@163.com

本报讯（记者 林宇熙） 5 月 19
日是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省政府

办公厅结合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成果，连续第三年开展“尊老爱幼、

扶困助残”志愿服务活动，省政府领导

以普通党员和志愿者身份参加所在党

支部活动。

助残日前后，省长赵龙到福州市

第二社会福利院、福州市社会福利院，

省领导林文斌、李建成、林瑞良、王金

福、江尔雄、李兴湖、康涛分别到晋安区

启智学校、光大百龄帮颐养中心、永泰

县特殊教育学校、闽侯县社会福利中

心、福颐养老、三明市特殊学校、福州市

开智学校，看望慰问“老、幼、残、困、特”

等群体及特殊教育、福利机构工作人

员，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省委常委、

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

19 日上午，赵龙率省直有关部门

参加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秘书处、人

事处、机关党委、后勤办、文教处党支部

的志愿活动。在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

院星蜗创业园，咖啡吧、爱心超市、非

遗手工、洗车等摊位各具特色，手工文

创产品琳琅满目，趣味体育康复项目

气氛热烈。赵龙不时驻足停留，与院

民、“摊主”、康复老师、社工等交流互

动。院民们告诉赵龙，“蜗”努力的路，每

一步都算数，通过职业技能学习、体育

康复训练，他们有的掌握了一门手艺，

有的收获了体育比赛奖牌，福利院的

生活安定、舒心、快乐。看到一张张灿

烂的笑脸，听到一句句自信自强的话

语，赵龙深受感动，鼓励大家继续学好

本领、加强训练，走好人生道路。赵龙

还实地察看了无障碍院落、特教康复

中心等基础设施，深入了解院民康复

和生活情况，对残疾人朋友和机构提

出的实际困难，一一回应并现场协调

解决。他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

平等成员，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享受

幸福的权利。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

事业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

好残疾人工作，让广大残疾人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中过上更好的日

子。全社会都要伸出爱心之手，都来做

公益事业，让残疾人朋友自尊、自信、自

强、自立，更好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

在福州市社会福利院，福建中医药

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正在开展健康义诊

活动，赵龙与接受义诊的老人们热情交

谈，并看望慰问失能老人。听到老人们

对福利院的生活满是肯定，赵龙欣慰地

说：“大家高兴，我们就高兴！”随后，赵龙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养老服务

机构及在院老人、养老护理员、高职院校、老年用品企业等代表围坐一

起，现场听取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具体问题。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广

大养老服务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他说，大家从事的是高

尚的事业，是令人尊敬的职业，希望大家继续以爱心、耐心、信心、责任

心当好“夕阳守护者”。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创造更

好条件，提升养老服务工作者的职业尊崇感和社会认同度。赵龙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去年春节前夕通过视频连线亲切关心福州市社会福利院老

年人生活和健康情况，并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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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必然） 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
月 19 日，省委副书记罗东川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福州调研残

疾人工作，并深入社区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健全完善

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大力推动科技助残，让残疾

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罗东川先后来到鼓楼区乌塔社区、台江区福瑞社区，与社区工作

者、台胞残疾人亲切交谈，察看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残疾人辅助器

具应用、社区无障碍改造、“驻榕台胞爱心助残驿站”试点工作情况，

听取残疾人康复服务、就业帮扶等情况介绍。在困难残疾人曹建云家

中，罗东川详细了解其身体状况、生活情况等，鼓励他保持乐观向上

态度，勇敢面对生活挑战，把日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社区和相关部门

落实落细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帮助残疾人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罗东川指出，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残疾人这

一特殊困难群体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要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

好残疾人工作，扩大基本康复服务供给，加快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不断增进残疾人福祉。要完善残疾人就业创业

服务机制，激励广大残疾人更加自信、自立、自强，通过劳动提高生活

品质、实现人生价值。要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畅通利益诉求反

映渠道，各部门参与形成合力，帮助残疾人平等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

要加强残疾人领域科技研发、成果应用，推动开发更高科技含量、更加

智能便利的辅助器具，让残疾人出行、交流、学习、工作更加安全便利。

罗东川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推进残疾人事业当作分内之

责，持续做好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等工作，营造扶残助残良好社会

环境。各级残联组织要切实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当好残疾人的

“娘家人”“知心人”，不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省领导到福州看望慰问
残疾人并调研残疾人工作

从观景台上望去，红树林及周遭的绿水青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中国山水画。 本报记者 吴恩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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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的漳江入海口，数百公顷的

红树林沿着海岸线绵延开去，为碧波万顷

的海洋嵌上一抹绿意。阳光透过稀疏的云

层，洒在翠绿的叶片上，闪烁着金色的光

泽。几只水鸟掠过水面，留下一串串清脆

的叫声，激活着大自然的特有魅力。

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福建省首个国际重要湿地，这里有我国

北回归线北侧种类最多、生长最好的红

树林天然群落。经过多年不懈的保护和

修复，如今，这片红树林生态环境持续好

转，在哺育生物、防风固堤、净化海水上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何守护好珍贵的红树林？如何在

有序利用红树林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近日，记者走进云霄县漳江口红树林，在

一片郁郁葱葱中寻找答案。

让“失地”重回“湿地”

“你看，这几张黑脸琵鹭照片是我前

两天刚刚拍的，这些珍稀鸟类如今已是

这里的‘常客’。”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务林员方维向记者展示

手机上的图片。“鸟类是非常有灵性的，

它们常来这里，说明漳江口红树林的生

态环境正持续提升。”

保护区的工作和大自然息息相关。

7 年前，方维来到保护区，从每天待在办

公室到走进大自然，他逐渐感觉到这份

工作并不简单。

近年来，受滩涂淤积、外来物种入侵

等因素影响，漳江口保护区面临红树林

退化、天然更新扩散面积萎缩等危险。

保护刻不容缓。2016 年以来，保护区

通过开挖潮沟、局部清淤等方式，恢复退化

红树林 500亩，并持续开展退养还湿和有

害生物互花米草、三叶鱼藤等除治工作。

方维说，以前，一到候鸟季节，保护

区周边的池塘里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捕鸟

网，现在，经过宣教劝诫，这样的情况几

乎没有了。

慢慢地，红树林林分质量有了显著

提升，红树林面积逐年增加，不少“失地”

重回“湿地”。环境的改善，为鸟类、鱼类

等生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衍场所，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增厚”。

在见证保护区面积“扩张”的同时，

方维也一点一滴学习辨认保护区内各种

动植物，并爱上了用相机记录生物世界

的奇妙。“每天都在外面跑，每天都要流

一身汗。”方维乐此不疲。

从生命的孵化、候鸟的嬉戏到鱼类

的游弋，在方维的镜头里，生命丰富多彩

又自由自在。这几年，他连续拍到中华白

海豚和黑脸琵鹭，有时候一蹲守就是几

天：“每年成群的黑脸琵鹭飞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像是和老朋友年年有约。”

目前保护区已记录超 200 种鸟类，

2022 年至 2023 年最新监测记录有鸟类

160 种，其中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的

鸟类 22 种，常年分布和迁徙停歇的鸟类

数量达到 2万余只，漳江口水域已然成为

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

目前，云霄县正着手漳江口红树林

国际重要湿地修复方案和生态养殖规划

编制项目，并开展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

退化红树林修复项目、红树林生态修复

与提升工程，以期进一步提升红树林湿

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打造更加美丽的生态岸线景观。

走在保护区栈道上，潮涨潮退间，时

常能看到滩涂上小螃蟹探出头来，跳跳

鱼在泥地上扭动跳跃。“红树林本身就是

一个自然博物馆。”方维表示，近年来，红

树林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在这里，可以真

正读懂什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双向奔赴”的科学守护

站在保护区的观景台上，极目远眺，

一座 20多米高的铁塔孤傲地矗立在一片

红树林中。

这座建于 2008 年的“通量塔”，是漳

江口红树林保护区观测环境的科学利器，

它可以把二氧化碳浓度、甲烷浓度等多项

数据“情报”实时传送给科研使用，为开展

红树林保护、修复和管理提供依据。

要守护好红树林，必须要有科学的

研究作为基础。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陈鹭

真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漳江口保护

区，她对这片红树林异常熟悉：“我们通

过建立固定样点等方法长期监测漳江口

红树林碳储量变化，希望能够获取更多

的参数，让未来的测算更加准确、全面。”

早在 2008 年，厦门大学滨海湿地生

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就在漳江口建

立了红树林长期定位研究站。去年，保护区

又与厦门大学共同建设了“漳江口-厦大

蓝碳示范基地”，主要聚焦蓝碳研究与落

地应用，开展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蓝碳-
生物多样性监测。

（下转第三版）

我在漳江口守护红树林
□本报记者 郑昭 吴倩 通讯员 郭扬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习近平

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推进治理“餐

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历届省

委省政府接续奋斗，认真践行大食物观，

连续 24年把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

放心工程”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并构建

食品安全全过程追溯体系。

2023 年我省食品安全工作在国家考

评中获评 A 级，食品包括主要农产品的

抽检合格率均稳定在 99%以上，实现了食

用农产品安全治理从体制到机制的创新

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从治标

到治本的转变。

机制创新
建立信息追溯“福建样本”

农 产 品 批 发 市 场 一 头 连 着 田 间 地

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舌尖上的安全”

责任重大。

位于闽侯南通的海峡蔬菜批发市场

承担着福州市场近 70%的蔬菜供应量，每

天平均成交蔬菜约 1800吨。

在批发市场门口，两条通道泾渭分

明，载满蔬菜的货车从采样通道驶入，接

受采样后从验票通道驶出。

“我们对市场进行标准化改造，建设

统一专用的进口‘采样通道’和出口‘验

单通道’，形成‘一进口一出口’闭环管

理，杜绝农产品从非正规渠道进入和流

出市场，确保进场和离场的农产品全面

纳入追溯管理范围。”海峡蔬菜批发市场

副经理朱丹熙说。

追溯难，曾经是农产品批发市场普

遍面临的问题。解此难题，仅凭分隔的通

道，远远不够。

在海峡蔬菜批发市场，不论买方还是

卖方，均须实名办卡，实行无现金交易，实

现系统自动采集追溯信息。“入场货主登

记进货信息、产地证明、检测合格证等，实

现市场准入监管；依托省追溯平台，实行

入闽农产品入场登记赋码，作为外产农产

品入场凭证。出场则通过核对系统打印的

交易小票，实现准出监管。”朱丹熙打开手

机扫描交易小票上的二维码，产品的货

主、产地等信息立刻显示在屏幕上。

这就是海峡蔬菜批发市场“智慧食

安”管理系统。它实现了产品生产、经营、

消费三个关键节点的良性互动，实现从田

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的电子化闭环管理。

2017 年，作为治理“餐桌污染”、建设

“食品放心工程”的重要抓手，我省率先

在全国开展食品安全“一品一码”全过程

追溯体系建设。

所谓“一品一码”，是指按照追溯编

码规则对同一品种批次的食品和食用农

产品赋予唯一的识别追溯码。

从机制体制创新入手，立法先行，标

准先行，平台先行。我省将食品安全信息

追溯纳入地方法规《福建省食品安全条

例》并制定地方规章《福建省食品安全信

息追溯管理办法》。同时，制定出台福建

省地方标准《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码编码技

术规范》、追溯信息接口规范、数据标准格

式等10余个技术规范，实现各级各部门平

台数据标准、接口、格式“三统一”。率先建

成并投用统一的“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

溯管理平台”，更是成为“数智引擎”，推动

食品安全治理迈向信息化。

“经过 7 年建设，我省已经打造出覆

盖面最广、食品品种最多、汇聚信息量最

大的福建食品安全追溯‘样本’。”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处负责人说。

精准治理
助力各类主体守好安全关

打破壁垒，共享共治，平台数据不仅

汇聚共享农业农村、海洋渔业、粮储、卫健

等部门的横向数据，纵向上，还实现省、市、

县监管部门以及企业系统的互联互通。

2020年2月1日起，全省范围内实现了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与“一品一码”追溯

制度相衔接，在全国率先探索推进“两证合

一”模式。这一模式的农产品“二代身份证”，

既便于进货查验，又方便消费者随时扫码

溯源监督，解决长期困扰监管的产地准出

和市场准入脱节问题。 （下转第二版）

共享共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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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小英
赵文娟 张颖 通讯员 邱东
兵） 随着起飞键按下，一架无

人机载着 30 公斤的邮包，从漳

州市龙海区海澄镇玉枕渡口

腾空而起，以高于江面 30 米的

高度跨九龙江飞行，2 分半钟

后，平稳降落于 600 米外的玉

枕村党群服务中心，待邮递员

取走邮件后自动返航。这是 5
月 18 日下午，记者在漳州客货

邮融合试点无人机物流配送

首飞仪式上看到的一幕。

玉枕村党委书记王勇国

介绍，玉枕岛地处九龙江入海

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江中孤

岛，岛上现有居民 1413 户 6409
人。平时，快递员只能通过渡

船的方式将快递包裹运送到

岛上的快递点，来回要花费三

四十分钟。而通过无人机物流

配 送 ，时 间 可 缩 短 为 两 三 分

钟，且无人机能够全程自主飞

行、自动避障，极大节省了物

流配送成本。

漳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局 长

张其扬说，近年来，漳州市交

通运输部门积极推动农村客

运、货运、邮政快递的全面融

合，全力打通农村物流“最后

一公里”。海岛无人机投递航

线一旦开通，将彻底改变仅靠

渡船上岛的运送方式，实现邮

件提速上岛、绿色上岛、安全上岛，为岛上居

民带来“低空+客货邮”新体验。

此次首飞的无人机由漳州鹰航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是一款智能

化、四轴八旋翼、纯电动环保、能自动避障、高

安全性的物流运输无人机。（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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